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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� 本文主要根据从功能认知角度提出的对称象似原理 � 探讨了表达对称语义关系的两种句法手段 ) ) ) / 融合0 

手段和/ 穿插0手段 � 初步建立了汉语对称关系句法表达手段的框架 ∀ / 融合0手段主要通过添加相互标记和协同标 

记来实现 � 该部分主要讨论了/ 相互 !互相 !彼此0以及/ 一起 !一齐 !一同 !一块儿 !同时 !共同0等融合标记 � / 穿插0手 

段主要通过添加穿插标记来实现 � 该部分主要讨论了 / 分别 !分头 !各自0等穿插标记 ∀同时 � 文中还比较了用法相 

近的标记的异同 ∀ 

关键词 � 汉语言 �对称性语义关系 �句法手段 �融合 �穿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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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! 概念对称和对称性 

关系的句法表达 

(一)  在 Α !Β 两事物中 , Α 对 Β 有某种关系 , 

而且 Β 对 Α 也同样有此关系(Α ψ Β ,且 Β ψ Α) ,那么 

Α 和 Β 之间是一种对称性关系 ∀ 例如/ Α 与 Β 结了 

婚0 ,即等于/ Β 与 Α 结了婚0 [ �] ∀ 

对称性语义关系是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 !相互 

关联 !相互影响的一种平等均衡的 !没有主次轻重之 

分的语义关系 � 主要通过两种手段表现出来 � 一是词 

汇手段 � 即通过对称关系实词来表达对称性语义关 

系 � 二是句法手段 � 即通过添加/ 相互 !互相 !彼此 � 分 

别 !各自0等对称性标记来表达对称性语义关系 ∀对 

称关系实词是让对称性相互义作为实词义位中的一 

个义素 � 而对称性标记是让对称性相互义作为独立 

义位出现 ≈� � 因此 � 我们把前者称为词汇手段 �后者 

称为句法手段 ∀限于篇幅 � 本文只讨论后者 ∀ 

�二�  并列结构的前一成分时常表示原因或者 

条件 � 后一成分时常表示结果 �而原因�条件 ) ) ) 结 

果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称关系 � 如 � 

����因为�张三打了李四 � �所以�李四�也�打了 

张三 ∀

����如果�因为�你换车胎 � �那么�所以�我清洗 

汽车 ∀

上面句子的两个并列项若调换位置 �其意义会 

有较大的变化�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会颠倒过来� ∀ 

于是 � 很多语言便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句法和形 

态上改造这种结构 � 以消除时间上的不对称性 � 突显 

其表达概念上对称关系的功能 ∀ 如汉语可以采用 

/ 融合0和/ 穿插0两种句法手段来表达对称性的相互 

关系 ∀如上两例可以分别改为 � 

���张三和李四互相打了对方 ∀ � � 张三打了李 

四 � 同时 � 李四打了张三 ∀ � 

���老周和老陈分别当了主任和书记 ∀ � � 老周 

当了主任 � 老陈当了书记 ∀ � 

例���通过在/ 打0前添加/ 互相0这种把两个小 

句/ 融合0的句法手段来表达对称的概念关系 � 例��� 

通过/ 穿插0 的方式取消了两个事件的不对称性 ∀ 

/ 融合0和/ 穿插0是表达对称性语义关系的句法手 

段 ≈� ∀ 

二 ! 融合手段 

�一�  融合的类型 

/ 融合0是指通过句法手段把分述两个事件的子 

句融合成一个单句来表达 �这样就取消了语言线性 

原则造成的两个小句之间的先后性 !因果性 � 使之表 

达对称的概念关系 ∀ / 融合0往往通过添加融合标记 

来实现 � 我们可以用公式表述为 � 

收稿日期 � ���� �� �� � 修回日期 � ���� �� �� 

作者简介 � 资中勇������ � 男 � 湖南耒阳人 �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� 主要研究方向 �现代汉语语法 �



≥� →°� 和 →°� � ϒ ⁄融合 � ∂ °� 

≥�� →°� � ∂ ° � →°�� 

≥�� →°� � ∂ ° � →°��

  ϒ ⁄融合 是指融合标记 �主要包括相互标记和协 

同标记 � 融合手段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�≠ 在 

谓语主动词前添加相互标记/ 互相 !相互 !互 !相 � 交 ! 

交相 !交互 !交替 � 彼此 � 间 !之间0等 � 表达一种事物 

之间的互为施受的对称性相互关系 ∀ ≡ 在谓语主动 

词前添加协同标记/ 一起 !一齐 !一同 !一块儿 � 共 !共 

同 !同时0等 � 表达一种事件发生的同时性关系 � 即共 

为施事关系 ∀ 

�二�  相互标记 

� �/ 相互标记0经常添加在谓语主动词前充当 

状语 � 表达两个事物或多个事物之间互为施受的关 

系 ∀相互标记有时可以同现 � 有时主语部分带上/ 之 

间 !间0等构成/ →°�°←� � � 之间�间0 �和其他相互 

标记同现 � 强调事物之间的互为施受关系 ∀ / 彼此0 

和/ 互相 !相互0等也可以同现 ∀这种情况下 � 往往可 

以省略其中一个标记 � 不影响相互义的表达 ∀ 

限于篇幅 � 我们主要讨论/ 相互 !互相 !彼此0这 

三个现代汉语最常用的相互标记 ∀ 

� �/ 相互0和/ 互相0是现代汉语里最常用 !最典 

型的相互标记 � 二者意义和功能相近 � 大多数情况下 

可以互相替换 ∀根据前人研究成果以及通过语料的 

搜索 � 我们注意到/ 相互 !互相0主要充当两种句法成 

分 � 定语和状语 � 处在不同位置时 � 意义是相通的 � 作 

定语时 � / 它的指称对象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交互 

地对对方做相同动作的参与者0 ≈� ∀作状语时 � 其语 

义特征是/ 表示甲对乙和乙对甲进行相同的动作或 

具有相同的关系0 ≈� ∀ 

我们注意到 �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任选的 

一百万字的语料中 � 没有搜索到/ 互相0作定语的例 

子 � 但是八十年代后 � 出现了很多/ 互相0作定语的例 

子�共 �� 例� � 不过 � 数量上还是少于/ 相互0作定语 

的例子�共 ��� 例� �并且个别情况下作定语的/ 相 

互0不能替换为/ 互相0 � 如/ 相互关系0里的/ 相互0不 

能替换为/ 互相0 ∀之所以出现了八十年代后出现了 

大量/ 互相0作定语的用例 � 我们认为 � 这是受/ 相互0 

的影响 � 因为/ 互相0和/ 相互0意义相同 � 而同一意义 

范畴的成员用法上容易相互/ 沾染0 � 早期/ 互相0没 

有定语位置上的用法 � 但是当代却出现了这一用法 � 

这是受/ 互相0定语用法的沾染 �功能扩展而形成了 

定语位置上的这一用法 � / 互相关系0等不能说 � 又说 

明了这种功能扩展进行得还不够完全 � 也许若干年 

后 � 也会出现/ 互相关系0这一说法了 ≈� ∀ 

/ 彼此0最初是指代词 � 后来指代义渐渐虚化 � 发 

展出表示两个或多个动作参与者交互动作的意义 � 

相当于 / 相互0 等 �往往要有先行语见于上文 �如 

��ℑ� � 所指对象也有可能一前一后 � 如��ℑ� � 

��ℑ�借着月色与山上闪闪的火光 � 他们彼
· 

此
· 

能 

清楚地看见 ∀ 

��ℑ�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 � 我得益顶多的 � 又 

彼此知道姓名的 �是小鸠子 ∀ �李长之5孩子的礼 

赞6� 

但是 � 由于彼此可以充当宾语 � 所以及物动词前 

的/ 彼此0一般可以移位到及物动词后 � 句子的意义 

基本不变 � 这时不能用/ 相互0等替换 ∀ 上两例可以 

分别变换为 � 

��ℜ�借着月色与山上闪闪的火光 � 他们能清楚 

地看见彼
· 

此
· 

∀ 

��ℜ�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 �我得益顶多的 � 

又知道彼
· 

此
· 

姓名的 � 是小鸠子 ∀ 

�三�  / 协同标记0 

/ 协同标记0是指/ 一起 !一齐 !一同 !一块儿 �同 

时 !共同0等添加在谓语主动词前充当状语 �表达一 

种事件发生的同时性关系 � 即共为施事关系 � 这也是 

一种对称性相互关系 ∀协同关系可以发生在双方或 

者多方之间 �和相互关系有所区别 �不限于两两之 

间 ∀协同标记起融合作用 �如下面这个句子可以理 

解为两个子句的融合 �

≥ � 张三和李四一起上街 ∀ 

≥� � 张三上街 

≥� � 李四上街 

协同标记都具有= � 同时性>语义特征 �但侧重 

点又有所不同 � 可以分为三类 �≠ / 一齐 !同时0等侧 

重于表示同一时间 �≡ / 一起 !一块儿 0等侧重于表示 

同一地点 �≈ / 共 !共同 !一同0等既可表示同一时间 � 

又可表示同一地点 ∀ 

/ 同时性0和/ 同地性0往往是相通的 �如下面用 

上了协同标记的例子都表示一种事件发生的同时性 

关系 ∀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�在南方的一些 

方言里�如湖南耒阳话 !郴州话� � 协同标记只有一个 
/ 一起0 � 也就是说 � / 一起0几乎可以代表以上所有的 

协同标记 ∀ 

� �同时 !一齐 
/ 同时0和/ 一齐0都可以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

动作行为在同一时间发生 �表示不同的主体同时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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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件事 � 二者基本可以互换 � 不过/ 一齐0多用于书 

面语 ∀我们以/ 同时0为例 � 

���辛楣跟鸿渐同
· 

时
· 

努嘴做个鬼脸 �没说什么 ∀ 

�钱钟书5围城6� 

它们还可以指同一主体同时做几件事 �施事往 

往省略 � 如 � 

���要分个轻重缓急 � 不能所有的工作同
· 
时
· 

抓 ∀ 

有时通过/ 把0引入主体同时做的几件事 � 如 � 

���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 � 应该用一种 

/ 一箭射双雕0的方法 � 把
· 

/ 思想0和/ 文字0同
· 
时
· 

并教 ∀ 

�胡适5归国杂感6� 

相对于/ 一起0 � / 同时0情况很复杂 � 如它还可以 

连接分句 � 关于这些用法 � 限于篇幅 � 我们暂不讨论 ∀ 

� �一起 !一块儿 

二者侧重于表示在同一地点 ∀ 表达相互关系 

时 � 它们都可以表示在同一地点或合到一处 � 前边都 

有常用介词短语/ 跟�和�与�同 , ,0 ∀ 在充当状语 

时 � 二者往往可以互换 � 只是语体色彩略有不同 � / 一 

块儿0口语色彩较浓 ∀ 

/ 一起 !一块儿0的语义指向比较复杂 �可以指向 

施事 � 也可指向受事 ∀我们以/ 一起0为例 � 指向施事 

的如 � 

����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 � 他和全家又 

跟大伙儿一
· 

起
· 

往重庆逃 ∀ �老舍5鼓书艺人6� 

指向受事的都是指同一主体同时做几件事 �有 

两种情况 � 一种是用/ 把0引入受事作状语 � 如 � 

����他把
· 

那封信与药方一
· 

起
· 

撕碎 � 扔在了路上 ∀ 

�老舍5不说谎的人6� 

另一种情况是直接指向受事宾语 � 这时如果主 

语是单数的话 � 宾语 →° 必须是两个以上的名词性 

成分或者复数名词 ∀如 � 

����我会一
· 
起
· 

考虑这些问题的 ∀ 

� �共 !共同 !一同 
/ 共0和/ 共同0既可表示同一时间 � 又可表示同 

一地点 � 作状语时 � 二者语义和功能基本相当于/ 一 

同 !一起 !一块儿 �同时 !一齐0 �但 / 共同0书面性较 

强 � 一般不用于口语 � 所以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 

和/ 一同 !一起 !一块儿 � 同时 !一齐0等互换 ∀ / 共0一 

般多用于单音节前 � 构成意义比较固定的双音节词 � 

如/ 共处 !共事 !共通 !共同 !共运 !共振 !共享 !共识0 

等 ∀ / 共同0则后边的动词必须是双音节词 � 如/ 共同 

承担责任 !共同商讨学术问题0 ∀例略 ∀ 

�四�  由/ 对称关系集合名词0作宾语的判断句 

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子句的融合 �表达一种概念的对 

称性相互关系 

/ 对称关系集合名词0是指/ 在一元素组中 � 如果 

元素 ℑ对元素 ℜ有关系 ″ � 而元素 ℜ对元素 ℑ也同 

样有这种关系 �那么这种关系就是对称关系 ∀ , , 

标示对称关系集合的名词叫对称关系集合名词0 ≈� ∀ 

如下例 � 

老张和老李是朋友 ∀ 

老张是老李的朋友 ∀ 

老李是老张的朋友 ∀ 

/ 老张和老李是朋友0不能分说 � 即不能说/ 老张 

是朋友 � 老李是朋友0 � 可以认为是由两个对称性关 

系判断句融合而成 ∀ / 老张和老李0是一种/ 加而且 

合0的并列关系 � 关系集合名词/ 朋友0是/ 加而且合0 

的主要原因 ∀ / 朋友0是一种/ 对称关系集合名词0 � 

其他对称关系集合名词还有 / 同乡 !同学 !亲家 !仇 

人 !知己 !伙伴 !对手 !搭档 !乡亲 !哥们儿 !关系户0 

等 ∀ 

三 ! 穿插手段 

�一�  / 穿插0手段主要作用在于取消两个主宾 

句的相对独立性及不对称性 �表达一种对称性相互 

关系 ∀ / 穿插0后的句子表示/ 数目相同的主体和客 

体一个对一个0 

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� / 穿插0也是一种/ 融合0 � 其 

实质也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句融合为一个单 

句 � 来表达对称性相互关系 ∀ 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 

的 ∀ / 穿插0是将主语所代表的两个或多个施事和宾 

语所代表的两个或多个受事交替穿插在一个句子 

里 � 其中施事主语和受事宾语分别一一对应 �即将 
/ →°� � ∂ °� �→°� � ∂ °�0这样的并列式复句的结构 

打乱 � 变为/ →°� � 和 � →°� � 各自�分别 � ∂ °� � 

∂ °�0 � 这样 � 两个子句的直接成分相互穿插 � 打乱了 

两个子句的线性特征 � 取消了由其线性排列导致的 

先后�因果等不对称性关系的含义 � 表达一种对称性 

语义关系 ∀运用穿插手法时 �往往同时运用增添和 

删略手法 � / 增添0就是添加穿插标记/ 分别 !各自 !互 

为0等 � / 删略0就是对于重复的成分给予删除 ∀ / 各 

自�分别0�相当于英语的  ⊕  ∠⊕ ℘  ⊃ √⊕ ⊂∧�是一种穿插 

标记�⊃ ∈ ⊕  ⊂∏⊗ ⊃ ∈∩  ⊃ ∩∈� ∀用公式表述为 ≈� � 

汉语主要有以下两种/ 穿插0手段 �一是通过在动词 

前添加 / 分别 !分头 !各自0等/ 穿插0标记来实现 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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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事件之间的交替发生的平行性对称关系 �二是判 

断句式和/ 逆向关系集合名词0的结合也可以看作表 

达相互关系的一种/ 穿插0的句法手段 ∀ 

�二�  分别 !分头 !各自 

� � / 分别0 表示 / 分头 !各自 !不共同 !不一起0 

义 � 有两种作用 � 

α . 融合作用 

/ 分别0有/ 非同时性0语义特征 �即/ 不共同 !不 

一起0 � 往往表示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 � 但这种具有 

先后关系的两个事件�或两个以上的事件� �往往地 

位是平等的 � 不具有因果或者条件 � 结果的关系 � 是 

一种地位平等的并列 � 事件之间没有主从性 � 我们认 

为 � 这时/ 分别0仍然表达的是一种对称性关系 � 因为 

/ 并列句惟一可能代表的不对称性只是相对次序 

上0 ≈� � 如 � 

����市长分
· 
别
· 

会见了外国贸易代表团和电子工 

业代表团 ∀ 

这是一个主体对几个对象的例子 � 这种情况一 

般不能用/ 分头0 ∀ 还有几个主体对一个对象的情 

况 � 如 � 

����会长和秘书长分
· 

别
· 

接见了他 ∀ 

以上两种情况 �都体现了/ 分别0的融合作用 ∀ 

这种融合作用也是/ 各自0所不具有的 ∀ 

β . 穿插作用 

/ 分别0是汉语里典型的穿插标记 � 表示/ 数目相 

同的主体和客体一个对一个0 � 可以用公式表述为 � 

→°� 和 →°� � 分别 � 

∂ ° � →°� 和 →°� 

→°� � ∂ ° � →°� 

→°� � ∂ ° � →°� 

当主语和宾语分别是三个以上时 �以此类推 ∀ 

例如 � 

����事故次数 !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三项指标 � 

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三十九点六 !百分之二 

十五点三和百分之四十七点八 ∀ �5 ″ ⊆����ℑ6� 

� �比起/ 分别0 � / 分头0多用于口语 �但二者的 

区别不仅于此 ∀ 

首先 � / 分头0的主语必须是代表两个或两个以 

上主体的名词性成分 � 可用于多个主体对多个客体 

或多个主体对同一客体 �如果要表示同一主体对多 

个客体 � 只能用/ 分别0 � 如例���� ∀ 

其次 � / 分头0有各自分开行动的意思 � 有些非动 

作性动词前不能使用/ 分头0 �如下面的例子也只能 

用/ 分别0 � 

����郑哓平和刘丽丽分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和 

副主席 ∀ 

� �各自 

虽然/ 各自0又和/ 彼此0有时能互换 �但又有所 

不同 � / 彼此0是一种融合的句法手段 �表交互关系 � 

而/ 各自0是一种穿插的句法手段 � 表交替关系 � 这一 

点和/ 分别0相同 � 如 � 

����于是一同下楼 � 各
· 

自
· 

回家 ∃ ) 他回到闸北 � 

我回到江湾 ∀ �丰子恺5湖畔夜饮6� 

上例中 � 他的家在闸北 � 我的家在江湾 � 因此 � 我 

们可以认为/ 他和我各自回家0是两个子句穿插的结 

果 � / 各自0起穿插作用 ∀ 

�三�  由/ 逆向关系集合名词0作宾语的判断句 

是两个判断子句/ 穿插0的结果 �也是表达概念的对 

称性关系 ∀ 

周国光 ≈� 给/ 逆向关系集合名词0下的定义为 � 

/ 在一关系元素中 � 如果元素 ℑ对元素 ℜ有关系 ″ � � 

而元素 ℜ则对元素 ℑ有与关系 ″ � 相对的关系 ″ � � 

那么这种关系就是逆向关系 ∀逆向关系一般由两个 

相对的单向关系构成 ∀ , ,标示逆向关系集合的名 

词 ∀ 0详见图 � 所示 � 

图 1  逆向关系的集合 

# � � � # 第 � 期                    资中勇 �表达对称性关系的句法手段



  / 父子0是逆向关系集合名词 �常见的还有/ 兄 

弟 !师生 !夫妻 !上下级0等 ∀这种逆向关系判断句是 

由两个相对的单向关系判断句穿插而成 ∀ 

四 ! 结语 

除了/ 融合0和/ 穿插0两种手段 �汉语还有一些 

别的表达对称性语义关系的句法手段 � 如通过人称 

代词的回环式互指来表达对称性相互关系 ≈� � 如/ 你 

∂ 我 � 我 ∂ 你0式 � 

���� , ,好似比他还着急 � 你
· 

碰我
· 

� 我
· 

碰你
· 

的在 

黑空中乱动 ∀ �老舍5骆驼祥子6� 

再如疑问代词/ 谁0的呼应式互指 � 这是疑问代 

词任指的一种 � 

���� , ,而两人同变成哑子 � 吃饭做事 � 谁
· 

都不 

理谁
· 

∀ �钱钟书5围城6� 

再如利用并列关联词连接的一些对举格式/ 一 

边�一面�一方面 , ,一边�一面�一方面0 � 也可以表 

达两个事物或事件 ϒ !′ 之间的对称性相互关系 � 

如 � 

����我们坐在被窝里 � 一
· 

边
· 

饮酒 �一
· 

边
· 

谈话 �感 

到特殊的愉快 ∀ �丰子恺5/ 艺术的逃难06� 

参考文献 � 

≈�  哈杜默德 # 布斯曼 � 语言学词典≈ ↑  �北京 � 商务印书馆 � 

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 

≈�  刘丹青 �汉语相互性实词的配价及其教学≈ ϒ �配价理论与汉 

语语法研究≈ ≤ �北京 � 语文出版社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 

≈�  张敏 �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≈ ↑  �北京 �中国社会科学 

出版社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 

≈�  刘探宙 �汉语的相互代词及其指称特点≈ ϒ �语法研究和探索 

�十二�≈ ≤ �北京 �商务印书馆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 

≈�  吕叔湘 �吕淑湘文集≈ ↑  �北京 �商务印书馆 � ���� � ��� 

��� � 

≈�  周国光 �关系集合名词及其判断句 ≈ ♠ � 语言教学与研究 � 

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 � 

≈�  ♦ ℑ ⊃⊆ℑ∈ ♠� ♥℘ ∉∈⊃ ℘ ⊃  ∧ ⊃ ∈ ≥∧∈ ℑ¬ × ≥ ← �≈ ↑  � ϒ ⊆  ⊕  ⊗ ℑ⊆ �♠∉∪∈ 

′⊕∈⊇ ℑ⊆⊃ ∈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 

×∪⊕  ∧∈ ℑ℘  ⊃ ℘∅∉ ⊆∉ ∅ ⊕¬∠  ⊕  ⊃ ∈∩  ∧⊆ ⊆⊕   ⊃ ℘ ⊕ ⊂ℑ  ⊃ ∉∈ 

≡♥ ≡∪∉∈∩ 2∧∉∈∩ 

�≤∉⊂ ⊂⊕∩⊕ ∉∅ ϒ  � ≥∪ℑ∈∩∪ℑ ⊃ ∝∈⊃ √⊕   ⊃  ∧ � ≥∪ℑ∈∩∪ℑ ⊃������ � ≤∪ ⊃ ∈ℑ � 

ϒℜ   ℑ℘  �ϒ℘ ℘ ∉ ⊗ ⊃ ∈∩ ∉ ℘ ∉∩∈⊃  ⊃ √⊕∅∏∈℘  ⊃ ∉∈ℑ ⊂ √⊃ ⊕⋅ ∉∅  ∪⊕ ∠ ⊃ ∈℘ ⊃ ∠ ⊂⊕ ℑℜ∉∏  ∧ ⊆ ⊆⊕   ⊃ ℘⊃ ℘ ∉∈⊃ ℘ ⊃  ∧ � ∪ ⊃  ⊗ ⊃   ⊕   ℑ 2 

 ⊃ ∉∈ ⊗ ⊃  ℘ ∏   ⊕  ∪⊕ ⋅∉  ∧∈ ℑ℘  ⊃ ℘∅∉⊆ ⋅∪ ⊃ ℘ ∪ ⊕¬∠ ⊕   ∧ ⊆ ⊆⊕   ⊃ ℘ ⊕⊆ℑ∈ ⊃ ℘ ⊕ ⊂ℑ  ⊃ ∉∈) ) ) /  ∧∈℘  ⊕  ⊃ ⊆0 ∅∉⊆ 

ℑ∈⊗ / ⊃ ∈ ⊕  ⊂∏⊗ ⊕0 ∅∉⊆� ℑ∈⊗  ⊕∈ ℑ  ⊃ √⊕ ⊂∧ ⊕   ℑℜ ⊂ ⊃  ∪⊕   ∪⊕ ∅ ℑ⊆⊕ ∉∅ ≤ ∪ ⊃ ∈⊕  ⊕  ∧ ⊆ ⊆⊕   ⊃ ℘  ⊕ ⊂ℑ  ⊃ ∉∈ ⊕¬∠ ⊕   ⊃ √⊕ 

∅∉⊆�/ ≥∧∈℘  ⊕  ⊃ ⊆0 ∅∉⊆ℜℑ ⊕ ∉∈ ℑ℘ ℘ ⊕   ⊃ ∉∈ ∉∅ ℑ ⊂ ⊕  ∈ℑ  ⊃ √⊕ ⊆ℑ ⊄ℑ∈⊗  ⊃⊆∏ ⊂ ℑ∈⊕∉∏  ⊆ℑ ⊄� ⋅∪ ⊃ ℘ ∪ ⊆ℑ ⊃ ∈⊂∧ 

ℑ∈ℑ ⊂∧ ⊕  ∪⊕ ∧∈℘  ⊕  ⊃ ⊆ ⊆ℑ ⊄ ∏ ℘ ∪ ℑ/ ξι�νγ η� , η�ξι�νγ , β�χ�0 ℑ ⋅⊕ ⊂ ⊂ ℑ/ ψ�θ�, ψ�θ�, ψ�τ�νγ , ψ�κυ�ιρ, 

τ�ν γση�, γ �νγτ�νγ0 �/ ♥∈ ⊕  ⊂∏⊗ ⊕ 0 ∅∉⊆ � ℜℑ ⊕ ∉∈ ℑ℘ ℘ ⊕   ⊃ ∉∈ ∉∅⊃ ∈ ⊕  ⊂∏⊗ ⊕ ⊆ℑ  ⊄� ⋅∪ ⊃ ℘ ∪ ⊆ℑ ⊃ ∈⊂∧ ⊗ ⊃  ℘ ∏   ⊕  ∪⊕ 

⊃ ∈ ⊕  ⊂∏⊗ ⊕ ⊆ℑ  ⊄ ∏ ℘ ∪ ℑ/ φ�νβ�ε , φ�ντ�υ , γ �ζ�0 � ϒ ∪⊕ ℑ⊆⊕ ⊃⊆⊕� ∪ ⊃ ⊗ ⊃   ⊕   ℑ  ⊃ ∉∈ ⊆ℑ⊄⊕  ∉⊆⊕℘ ∉⊆∠ℑ ⊃ 2 

 ∉∈ ∉∅ ∪⊕ ⊗ ⊃ ∅ ∅⊕  ⊕∈℘ ⊕ ∉∅ ∪⊕ ⊆ℑ  ⊄ ⋅∪ ⊃ ℘ ∪ ℑ ⊕ ∏  ⊕⊗  ⊃⊆⊃ ⊂ℑ  ⊂∧ � 

↔ ⊕∧ ⋅∉ ⊗ �≤ ∪ ⊃ ∈⊕  ⊕⊂ℑ∈∩∏ℑ∩⊕� ∧ ⊆ ⊆⊕   ⊃ ℘ ⊕⊆ℑ∈ ⊃ ℘ ⊕ ⊂ℑ  ⊃ ∉∈ � ∧∈ ℑ℘  ⊃ ℘∅∉⊆ 

≈编辑 � 汪晓 

# � � � # 中南大学学报�社会科学版�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�� 卷


